
找寻绿色发展“金钥匙”
■本报记者 沈隽 改革故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丽水来说，既是一条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跨越发展之路，更是一条改
革创新之路。

从后发赶超到绿色崛起，波澜壮阔几十年来，在浙西
南大山深处，改革的强大动力，推动着秀山丽水在绿水青
山间以更为坚定的步伐、更为昂扬的姿态阔步向前，捧出
了生态发展的“金饭碗”，找到了绿色发展的“金钥匙”。

大山之中改革潮涌

在深入贯彻“八八战略”和践行“两山理念”以来，丽
水改革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让 270 万丽水人民“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敢干，是丽水改革的精神力量。
2006 年以来， 丽水在全国率先开展 “扶贫改革”“农村金
改”“林权改革”“河权到户”等改革创新，行进在“两山”新
路上，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创新汇聚在一起，构建出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丽水体系”。

全国首个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的地级市农业
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建立全产业链一体化公共服
务体系，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 不仅让好产品卖上
好价钱，而且带动了全区域“生态精品农业”发展，提升全
域农产品价值。 截至目前，“丽水山耕”会员 903 家，建立
合作基地 1122 个，销售额累计约 129 亿元，产品溢价率
超 30％，品牌评估价值达 26.6 亿元。

在“丽水山耕”之后，“景宁 600”“庆元 800”又相继推
出并创造裂变，让丽水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丽水在浙江省率先实现到政府办事 100%“最多跑一
次”后，景宁畲族自治县又在“免跑”的改革路上先行先
试。

2017 年以来， 景宁畲族自治县公安局创新推出“70
免跑”模式，为全县 7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开展上门服
务。 老人们只要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一句话，民警们就上
门办理户籍、身份证等业务，免去老人奔波苦。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跑”，再到深化“全域一
证通办”、部门间“最多跑一次”改革，全力在投资项目领
域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最多 20 天”、政府投资
项目开工前全流程“最多 100 天”的承诺等，丽水不断为
全省、全国“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更多丽水经验。

丽水样板走向全国

林权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和首个全国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是诞生在丽水的三个“改革样板”，镌刻着
浓浓的“丽水印记”。

“以前想贷款，只能找人担保，费时费力。 ”获得 10 万
元贷款的龙泉上垟镇花桥村村民马上德说， 现在有了合
作社，资产变活了，需要贷款，可以将山林、土地、房屋等
证件抵押给合作社用以贷款， 而且贷款的利率也有很大
的优惠。 “我这 10 万元，一年节省利息 4000 多元，可以让
家里多种 2000 多袋香菇了，算起来又增收了万把块钱。 ”

2006 年 10 月，丽水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森
林资源流转工作的意见》，开启了林权改革的序幕。 从此，
借助一张林权证，茁壮生长在绿水青山中的 2100 多万亩
山林，变成了丽水林农手中的“活期存折”。 国家林业局负
责人在 2011 年到丽水调研林改时， 对丽水林改给予了
“全国林改看浙江，浙江林改看丽水，丽水林改是全国的
一面旗帜”的高度评价。 截至目前，丽水累计发放林权抵

押贷款 21.1 万笔合计 246.9 亿元， 贷款余额 63.9 亿元居
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的 1/10。

2007 年 4 月 19 日， 丽水首笔林权抵押贷款发放，正
式拉开了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 十多年来，这场包括
了农村林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水域养殖权、农村
集体资产所有权等 12 类产权交易、抵押和贷款的农村金
融综合改革席卷丽水。 受惠于这场金融改革，丽水的山活
了起来，民富了起来，2700 多个行政村一片生机勃勃。 看
重于这场农村金融改革的可持续性、 可推广性和高普惠
度，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2012 年国际金融论
坛上将其列为“全国十大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之一”。

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让沉睡已久的农村资源变成“活”
资产，目前丽水市全面完成 2727 个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制
改革，220 万农民变成了“股民”，量化资产 13.9 亿元，累
计分红近 6110 万元。

今年 1 月 12 日，国家长江办正式发文批复丽水成为
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市。 3 月 15 日，省
政府正式印发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
案。

继今年 5 月 30 日全国首个村级 GEP 报告在遂昌县
大田村发布，日前，丽水又在景宁大均乡正式启动全市首
个乡级 GEP 核算试点工作，并将以此为基础，创建全市
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乡镇。

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丽水坚持“护绿”为本、“革
绿”出新、“点绿”成金。 这令人惊艳的成绩，是丽水不断改
革创新的累累硕果，彰显着丽水各项改革奋力争当“全国
样板”的决心。

改革春风在乡村劲吹

“这 GEP 核算报告发布之后，至少有 20 人带着项目
找上门来，其中不乏投资过亿的农创项目。 ”遂昌大田村
党总支书记高桂松说，有了 GEP 核算报告，村里的发展
从此有了“生态账本”，他不但对村里生态资源的价值心
里有数， 对于生态资源开发的优势和不足也了然于胸，
“村里以后搞发展有了重点和目标。 ”

大田村 GEP 核算报告发布后的两个月，作为中国最
大的中高端民宿投资运营商之一的嘉善木言木语旅游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对大田周边的土地测量， 投资 3 亿
元的综合体验项目即将开工。 与此同时，多家金融机构也
纷纷向大田村伸出了橄榄枝。

丽水的改革春风， 吹绿了丽水乡村振兴这一片希望
田野，大田村仅仅是这其中的一个缩影。

近日，在莲都的古堰画乡，丽水“巴比松”国际研讨会
暨 2019 古堰画乡小镇艺术节刚刚结束。 围绕丽水“巴比
松”这一艺术核心，古堰画乡不断探寻以艺术为媒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小镇每年吸引着超 170 万人次的游
客量 ， 核心区居民人均收入从 2005 年的 4325 元增至
2018 年的 39000 元，增幅近 10 倍。

在缙云大源镇，新建成的全长 2723.8 米，落差 226 米
的山体水滑道被确认为“世界最长山体水滑道”。 大山里
飞出了“世界纪录”，不少村民看准商机，已自主装修农
房、筹备农家乐 5 家，准备在乡村振兴中尝上一口改革的
甜头。

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 改革和创新为处于绿色发展
关键期的丽水注入强大动力。 沐浴着改革春风，处州大地
上风起潮涌，日新月异。

丽水脚步
走出奋进强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放 41 年。 丽水以敢闯敢
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实现了丽水从后发赶超到绿色崛起。聚焦绿色发展，一系
列体制机制改革引领着丽水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创新，让
270 万丽水人民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改革，成为新时代处州大地上的奋进强音。
在这片土地上， 当锐意进取与开拓创新融入丽水人

的血脉，改革便成了绿色发展的“助推器”。以丽水农村金
融改革为例，这场改革以“三权抵押”为核心，丽水农村金
融创新层出不穷。2009 年 3 月，青田县启动了石雕抵押贷
款。 2010 年 1 月 14 日，庆元县发放了全省第一笔生态公
益林抵押贷款。 2011 年 11 月初，松阳发放全省首笔茶园
抵押贷款。2012 年 6 月 6 日下午，全市首笔农副产品仓单
质押贷款在庆元发出。 2014 年， 景宁率先在全国推行山
塘水库抵押贷款……十多年来，在“八八战略”和“两山”
理念的指引下， 丽水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奔跑在“打造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的道路上，新
时代赋予了丽水更为荣光的使命， 需要我们以百倍勇气
和千倍努力，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以敢叫日月
换新天、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勇敢担当和奋发干劲，将改革
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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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改革之路

深度时评

奋进七十年 丽水“四个一”之四条“丽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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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 24小时
■本报记者 沈隽

丽水的改革路上，每个丽水人的每一天都步履匆匆。
丽水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在这一天天里悄然发生。

7:00
� � � �每天上午 7 时许， 青田县章村乡吴村村的王福庭都
要到河道边查看卫生保洁情况，清理河内垃圾，并观察河
中鱼儿的状态。“我们想把这条河做成最美的风景线。”王
福庭说。

2014 年，丽水在青田县章村乡试点河权改革，原本
在外办厂的吴村村民王福庭回到家乡， 成为河权改革最
早的承包人之一。 如今， 沿着吴村河岸的防洪堤一路徜
徉，清澈见底的河水倒映着青山绿树。

自去年以来，王福庭先行投资了十多万元，在离村子
不远的河边， 做了一个 1000 余平方米的清水养殖试点。
“先养养看， 如果做得好， 我们就推广到全村， 乃至全
乡。 ” 王福庭说。

13:00
5 月 17 日中午 13 时许， 在毗邻凤阳山的龙泉兰巨

乡梅地村， 匆匆扒了几口午饭的项永年就带着一个十几
个人的团队，走进梅地园原始森林里的野生灵芝谷参观。
“基地升级建设，钱不愁。 ” 项永年说，2018 年，以 500 亩
灵芝种植基地的林下经济预期产出收益为抵押， 基地从
龙泉农商银行贷到了 30 万元。

如今，在灵芝谷里，沿着 1000 多米的游步道行走，各
个赤灵芝、紫灵芝随地可见。去年灵芝谷接待游客 2 万多
人，最多一天接待 270 余人。项永年说，“我们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设 30-40 家灵芝馆，目前已经在玉环开了 2 家。 ”

15:00
“这几串还没熟，就别带走了。欢迎你们明年还来玩，

还来摘葡萄。 ”8 月 16 日下午 3 时许，景宁东坑镇桃源村
村民雷李青正在帮游客打包。 这群上海游客去年来摘过
一次葡萄，现在又来了。

“像这样途经采摘园的游客，每天都有好几批。 ”雷李
青的基地里种着 25 亩葡萄，5 亩李子，每年基地的水果几
乎都会被采摘一空，一年能给他带来 40-50 万元的收入。

17:00
每天下午 5 时， 丽水绿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里总是

特别繁忙。
高山蔬菜、土鸡、老鸭、黄牛肉、精品干货、有机生鲜

菌菇等数十个品种的生鲜农产品，在经过精致包装、打上
二维码和条形码后，以“丽水山耕”的统一品牌被装载进
冷链车。冷链车当晚北上，最终抵达设在杭州的近百家合
作社区店。

“这些产品在次日凌晨就能铺进门店冷柜， 上午 8
点，杭州市民就能买到。 在配备了冰柜的实体店，消费者
还可以选择‘到店自提’或‘上门配送’。 ”丽水绿盒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汀汀介绍。 打着“丽水山耕”的品牌
标识，这些高山蔬菜、农副产品十分抢手。


